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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主体协同：网络舆情治理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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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采用的网络舆情治理方式主要是政府主导型治理方式，鉴于该治理方式存在诸
多问题亟待改进，提出构建网络舆情治理新方式：多元主体协同方式。这种以决策制定中的利益协

同、决策执行中的资源协同、实效保障中的政策协同为主要内容的新治理方式，能够把网络舆情治

理涉及的各个利益主体与环节有机地联结起来，共同开创以利益引导、心理疏导、依法治理紧密结

合的网络舆情治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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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舆情是指人民群众针对某一特殊事件在互
联网空间上交流互动而产生的看法、观点、态度等的

集合，是一段时期内民意发展趋势的重要表征。网

络舆情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舆情可以凝

聚公众正能量，推动社会进步；另一方面，网络舆情

又很容易被少数人操纵而成为个别利益、局部利益

的代言者。例如，通过话题发起、发帖置顶、推动转

发等手段，网络推手们往往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

特点，在网络舆情中作为意见领袖引导民意的走向，

导致局部事件上升为整体性事件、个体事件上升为

群体性事件、普通事件上升为政治性事件等。有的

网络水军甚至编造各种歪曲和虚假信息，刺激公众

表现出具有明显倾向性和负面性影响的情绪、意见

与态度，诱导舆论极端化，酿成网上网下联动型群体

事件，干扰政府决策，造成社会动荡。中共十八届三

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的体制机制，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

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健全

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

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１］。由此可见，新形势

下改进网络舆情的治理方式既重要又紧迫。

鉴于网络舆情治理的重要性，学界对此进行了

大量研究。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有：ＣｈａｎｇＳｕｐ
Ｐａｒｋ［２］在研究 Ｔｗｉｔｔｅｒ使用频率和网络舆情相互关
系的基础上，探讨了公众使用媒体的动机，并认为网

络舆情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意见表达方式；Ｌｉｈｕａ
Ｙａｎｇ等［３］研究了网络舆情对公共决策过程的影响，

并认为要通过加强专家与公民间的互动，引导互联

网中的公众参与公共决策；ＰａｗｅｌＳｏｂｋｏｗｉｃｚ等［４］基

于对网络舆情的跟踪和模拟，通过构建信息流模型，

得出社交网络是决策者与民众之间互动的新媒介，

网络舆情对政治有不同影响作用的结论。国内的相

关研究主要有：魏丽萍［５］在对“沉默的螺旋”和“蝴

蝶效应”反思的基础上，得出网络舆情是“沉默的螺

旋”机制在网络空间的延伸与“蝴蝶效应”机制在网

络空间施展的结论，用经济学中的进化博弈论来模

拟网络舆情的生成机制，并根据博弈论模型对网络

舆情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周敏等［６］从地方论坛网络

舆情产生的三种模式出发，分析了地方论坛在反映

舆论、提供民生新闻方面的重要价值，进而提出将地

方论坛建设成为网络问政的窗口和网络发言的场

所；刘冰玉等［７］从社会学视角探讨了网络媒介环境

中群体性事件的舆情变异；王平等［８］通过对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年的１４２０起影响较大的网络事件的研究，从
舆情的五要素和舆情形成过程的角度提出了影响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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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演变的关键因素；郑小雪等［９］对面向网络舆情创

建政务流的知识管理模型问题进行了研究；李纲

等［１０］对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研究进行了综述；沈

茹［１１］对网络舆情危机的生成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

应对措施。

本文拟针对网络舆情的治理方式进行研究，提

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方式，以期对新时期我国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所裨益。

　　一、当前网络舆情的治理方式及其

困境

　　目前我国网络舆情的治理方式可以归结为政府
主导型网络舆情治理方式和多中心合作型网络舆情

治理方式两种。政府主导型网络舆情治理方式强调

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要求通过

法律规制和技术手段来对网络舆情进行严格的管

理。政府主导型网络舆情治理方式是当前我国基本

国情和网情综合作用的结果，既符合互联网发展的

基本规律，也能够有力地维护国家主权。然而，该治

理方式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管制和对抗的治理理念

仍然存在，重视网络舆论控制而轻视公众参与权和

监督权，习惯于删、关等治理手段。而且，当地方政

府感知到网络舆情压力时，所采取的行动并非总是

与中央政府的宏观期望一致，往往用消极管制替代

积极疏导和回应。与西方国家事后追惩的网络审查

模式不同，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普遍采取预审查与

人工干预的后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如提前审查和判

断境外网站或者信息，对境内流动的各类信息实时

扫描，以及对用户发布信息的渠道采取敏感词防范

机制等［１２］。政府部门加强互联网信息监控和审查，

并构建起了完善的敏感内容报送机制和预先过滤机

制，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管体系是政府实现互联网信

息监管的主要手段。多中心合作型网络舆情治理方

式是网络治理的应然选择，因为网络社会是由多系

统和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的、内在进化的生态系统，网

络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相互影响推动了网络秩序

的形成，而网络秩序的维护也依赖于各个主体之间

的协作。然而，多中心合作型网络舆情治理方式源

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成熟的市民社会，强调限

制政府的作用甚至取消政府的治理，这对于现阶段

的中国来说或许并不适合［１３］。

　　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方式的提出

与优势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民众的公民意识在逐渐

觉醒，参与处理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也在不断增强，对

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也希望得到更多了解。然

而，在现阶段的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与民众之间缺

乏有效的沟通，政府的决策过程并不透明，对负面言

论的处理手段也以删和关为主，忽略了民众的公共

事务参与诉求。当前政府“垄断式”的网络舆情治

理方式，使民众对于公共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

督权长期得不到满足，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因

此转变网络舆情治理方式不仅是有效处理网络舆情

的要求，也是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要求。

公共管理的主要目标，在于如何解释和处理管

理者之间的关系［１４］。结合传统公共行政学发展的

历史进程，行政管理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就是管理

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是目前现代公共管理开

展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思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

展，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改

变，三者在管理公共事务过程中采用管理方式的偏

好也不一致。自１９８０年代开始，新公共管理理论不
断兴起，该理论提出以新公共管理方式为公共行政

的主要指导方式，而新公共管理的主体也更具有多

元性和异质性，从而产生了多中心治理理论、整体性

治理理论、协商民主治理理论和网络治理理论等顺

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新理论。这些治理理论均以各种

治理主体如何处理相互间的关系为基础（见表１），
因此在具体的网络舆情治理中，公共管理者可以依

据各种治理理论的侧重点，有选择性地分别采取或

者综合运用各种治理理论。

表１　治理理论与治理主体的关系
治理理论 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

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层级政府安排的互动合作

网络治理理论 合作、共同参与和协商

协商民主治理理论 所有主体对话、讨论

整体性治理理论 公私合作／中央和地方结合

我国国情的特殊性造成我国网情的特殊性，因

此治理网络舆情也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特殊性。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之一是利

益的分化和主张的申诉。在现实生活中，民众对公

共事务表达态度的渠道既少又狭窄，且诉求表达的

成本远高于收获，因此基于互联网形成的网络社会

成为民众表达态度、观点、主张的重要平台。民众在

分享针对某一社会事件的观点和态度的过程中逐渐

被符号化，在多个利益群体博弈下，往往会出现能量

强大的舆论场，吸引着现实社会中的各方力量关注

某事件。网络社会舆论场正是基于利益群体之间的

博弈而形成的，是现实社会和互联网社会交叉作用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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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其影响力不仅仅作用于网络社会，而且当网

民在网络社会上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没有得到及时回

复和应答时，民众往往会从线上的意见表达发展成

线下的集体行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当前我国频繁

发生的以网络为媒介的集体行动和社会抗争事件，

发生在现实社会的线下群体行动和发生在网络社会

的线上群体行动共同组成了集体行动。网络社会对

时间和空间的压缩，使得以网络为基础产生的集体

行动参与者的来源十分广泛，不同地区、不同性别、

不同社会层次的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因此，此类集体

行动是对网络舆情治理的巨大挑战之一，其治理的

难度和监控的投入力度都很大。此外，西方学者在

审视中国政府的网络舆情干预行为时，普遍带有浓

厚的个人权利优先、自由价值优先的倾向，这种偏向

很不利于我国网络舆情的治理，影响着我国网络舆

情治理的国际形象［１３］。

国内学者依据上述四种治理理论并结合我国特

殊的网情，提出了我国网络舆情治理新方式———多

元主体协同治理，即以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协作为前

提，重视公共行政在协同治理中的平等和自由，倡导

相互协商、相互信任的官民共治理念。多元主体协

同治理方式具有以下优势：一是治理主体多元化，可

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到复杂的网络舆情治理中；

二是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能协调好各个治理

主体之间的关系，取得有效的治理结果。面对当前

网络舆情各种错综复杂的治理难题，应以多元主体

协同治理理论为指导，大力推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的开展，以解决网络舆情治理中的各类问题。

同时，当前中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环境也日

益成熟，网络舆情治理对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要求

也更加迫切。从社会发展态势来看，伴随着网络舆

情领域困境的治理失效而引发的认识升级，复合性

事业的衰颓被作为公共性的城市议题而建构起来，

相应的治理方式也从政府的单极治理走向多元社会

主体的联合治理［１５］。从政府治理方式改革的角度

看，当前中国政府治理改革的方向是多元化治理，而

协同治理是多元化治理的主要形式之一。中共十八

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实现由政府

包揽走向社会共治，这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了

政策支持。从网络技术的发展来看，技术水平的不

断提升一方面使网络舆情的发展得到及时、系统的

监测，另一方面也为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畅通

渠道，使民众的意见得以表达，这为多元主体协同治

理提供了技术支持。

从我国网络发展的趋势来看，基于理论发展和

实践的需要，在创新网络治理方式中应重点运用多

元主体协同方式，提高当前网络舆情治理的水平，不

断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网络治理活动，大力促进

国家网络治理的协同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在社会

发展的新形势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也会成为国家

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新形式，能够带动社会

劳动、技术知识、资本、治理能力的激发，推动互联网

的健康、稳定发展，进一步推动形成经济繁荣、社会

和谐、政治民主、文化先进、生态文明的良好局面。

　　三、新形势下网络舆情多元主体协

同治理方式的主要内容

　　网络舆情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政府、网络企
业、网民、网络非政府组织等主体在相互信任的前提

下，以谋取共同利益为动机，为促进先进资源的最优

化利用，进而自发形成的相互促进、点面结合、高度

有序、最大化实现公共利益的自组织协同治理结构。

网络舆情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方式以推进网络舆情

治理工作为目的，能够提升和加强社会对网络舆情

治理的参与支持度，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理性治理模

式；能有效地结合多元主体的资源、技术和知识，从

而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在新形势下不断创新社会治

理方式。

新形势下网络舆情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方式主

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１．网络舆情治理决策制定中的利益协同
在网络舆情治理决策制定中，政府应主动联系

网络企业、网民、网络非政府组织等进行“会谈”，促

进治理主体对网络舆情治理共识的达成，并且在坚

持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制定多元主体相互合作中的

利益目标。经过磋商和动员，应基本达成政府、网络

企业、网民、网络非政府组织等各自最大认同度的利

益需求。只有在利益协同共识的基础之上，政府、网

络企业、网民、网络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才能以平

等的网络舆情建设者的身份共同参与到网络舆情的

治理工作中来。这样，政府才能更好地以亲和民众

的形象、为民谋利的心态、清正廉洁的作风，消解与

其他网络舆情治理主体“利益对抗”的情况。

２．网络舆情治理决策执行中的资源协同
在网络舆情治理决策执行中，资源协同起着重

要作用。资源协同可促进多元主体的内部互动，显

著提高多元主体横向和纵向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方式是以人力资源为基础，以相

关制度为保障，以电子政务为技术支持，以促进各主

体间信息资源的沟通交流为目的。从人力资源的视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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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来看，政府、网络企业、网民、网络非政府组织是处

于动态利益均衡的关系中，意见领袖在网络人际关

系中起着示范作用，可通过有效管理人际关系网络、

利用熟人关系开展网络舆情治理工作。从制度的视

角来看，应促进灵活的政府、网络企业、网民、网络非

政府组织等工作衔接制度的建立，将网络企业、网

民、网络非政府组织等纳入网民自我管理的队伍当

中，并对政府、网络企业、网民、网络非政府组织等的

网络舆情治理进行专业、科学的责任管理和目标管

理，通过责任和目标的考核激励，促使网络企业、网

民、网络非政府组织等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充分

发挥其效力，并且形成以责任考核和目标激励为核

心的网络舆情治理的人事辅助制度。从电子政务的

视角来看，应不断完善电子政务技术、网络基础设

施，提高网络技术人员处理网络舆情的技术水准。

从信息资源的角度来看，首先应保证信息资源的公

开透明性，确保网络企业、网民、网络非政府组织能

够及时了解相关信息资源；同时，也应保证信息资源

流动的畅通性和有效性，以确保多元主体能够及时

掌握有效信息。

网络舆情治理决策执行中的资源协同，是在资

源协同的基础上，将纵向的制度、政策、信息资源与

横向的人力、技术、财力资源相互交错、纵横利用，使

纵向、横向资源能够协同用于治理网络舆情。网络

舆情治理决策执行中的资源协同，既能够发挥政府

的主导作用，又能有效发挥网络企业、网民、网络非

政府组织等的力量，从而真正形成各主体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的健康的网络舆情协同治理新局面。

３．网络舆情治理实效保障中的政策协同
政策协同是指为了保障网络舆情治理实效，在

网络舆情治理中采取的一系列保障政策协同方式。

保障政策协同方式既要做到使网络企业、网民、网络

非政府组织等的网络舆论话语权得以保障，又要做

到促进网络舆情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网络舆情治

理中的保障政策协同方式有利于整合网络资源，推

动网络社会的良性健康发展，严格执行网络言论工

作者的职业资格审核制度，以制度的形式确定网络

言论的发布事宜。政策协同有利于加强网络舆情传

播秩序的规范管理，更为重视网络舆情的引导。

　　四、结语

网络舆情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多元主体协同

治理方式意味着权利与责任的共享、共担，政府作为

权力部门在制定网络舆情治理后期的政策时应鼓励

网民、民间组织、网络服务企业等的积极参与。网络

舆情治理中的决策制定、决策执行、实效保障应是参

与主体间基于不同的利益、价值和具体目标进行博

弈的过程，从决策到执行的过程中，应协调好多元主

体的动态利益关系，推动多元主体妥善处理网络舆

情治理中的矛盾和问题，从而顺利开展网络舆情治

理工作，促进国家治理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

维护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稳定发展，带动社会中

劳动、技术知识、资本、管理活力的迸发，推动经济的

健康稳定发展，进一步推动形成经济繁荣、社会和

谐、政治民主、文化先进、生态文明的良好局面，将网

络舆情治理方式改革的成果惠及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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